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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對網絡新詞吸納與淨化並舉
本報社長王樹成建議「任性」「APEC藍」列語言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兩會報道） 民政部部長李
立國昨日在聽取「兩高」工作報告前接受採訪表示，「十
三五」規劃將大力支持養老服務業的發展，在目標上要達
到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35至40張。此外，民政部門將
與高校合作，設置養老服務專業課程。
李立國說，去年是養老事業加快發展的一年，各省份都

制定了具體的政策，財政部門和民政部門利用財政資金、
彩票公益金，加大投入養老設施建設，支持養老機構和社
區服務的發展，目前養老床位已經達到每千名老人擁有養
老床位26張。李立國表示，按照國務院的統一部署，民政
部已進行「十三五」養老規劃的前期工作，在目標上，要
達到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35至40張，日間照料護理的
養老設施，要覆蓋所有的城市社區，農村覆蓋率要超過
50%。
目前，國內養老人才極其匱乏，養老服務業的從業人員

非常不穩定，專業化也尚未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對此，
李立國表示，民政部和教育部已制定了關於養老服務業專
業學科、專業發展的指導文件，「我們將與高等院校合
作，設置與養老服務相關的專業，加快人才的培養、培
訓，加強實踐和指導，使養老服務業人才匱乏的問題能得
到解決，讓更多的青年願意選擇養老服務業工作。

民政部長：
將與高校合設養老服務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兩會報道）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現今內地對自閉症的關注遠遠不夠，
而提倡「以人為本」的社會絕不能放棄任
何一個病患兒童。他提醒，政府、社會和
家長都不能採取迴避態度，若不及早對自
閉症兒童進行治療，將會導致其從醫療問
題擴大至社會問題，未來將有更大代價。
另外，他建議，急需加強針對患者的人才
隊伍籌建，「比起照顧，能夠幫助孩童對
抗病魔、引導其未來發展的精英團隊更為
重要。」

盼當局強制篩查自閉症童
據統計，現全國自閉症患者（內地稱

「星兒」)總數在2000萬人以上，包括香港
地區的近4萬患者，受影響人口逾6000
萬。雷添良提到，香港對自閉症患兒會根
據其所屬區域，定點分派至康復機構，並
為每位患兒每月提供1萬港幣的補助，此
外，與美國一樣，自閉症患者18歲以後的
社會保障完全由政府負擔，除有自立能力
的患者外，政府每月補給患兒家庭3000元
港幣。
雷添良認為，結合具體國情，2000萬名

患者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成本和效果都
難以預估，因此他更希望能夠防患於未
然，在患者幼兒時期就加以治療。他建議
內地可由國家衛生主管部門牽頭，強制執
行針對自閉症兒童的早期免費篩查，並設
立自閉症患者康復補貼，由各級殘聯組織
直接發放到康復服務機構，同時做到賬目
公開，以接受社會監督。
他指出，很多自閉症治療的醫生和培

訓機構教師並未經過專項培訓，希望未
來能有一批精英集聚起來，構建一支專
業的科研、治療團隊，既能夠將國際經
驗調整成內地模式，又能夠幫助患兒面
對挑戰，還可以引導他們自力更生、適
應社會。
他又指，希望政府可以大力支持各職業

教育機構開設自閉症專業的職業教育培
訓，推動此專業的國際交流，迅速培養出
大批合格的師資和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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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成：媒體應抵制低俗用語
王樹成認為，中華文化體系是開放

的，現在規範的漢語也吸收了許多約
定俗成及語義優美、表達科學的外來
詞彙。 「蠻拼的」、「為人民點
讚」、「APEC藍」、「任性」等網
絡詞語都被國家領導人所使用。他就
建議有關部門和大學的語言學系和相
關學會，經常組織語言學方面的研討
會，對網絡流行用語及時進行研究甄
別。同時要抵制一些粗俗、低俗語言
的濫用，防止對青少年產生低俗暴力
的影響。鑒於媒體肩負着文化普及和

傳承的重任，王樹成就建議有關部門
出台有關規定，明確指出所有傳媒，
包括紙質媒體、廣播電視和網絡傳媒
的重要版位等，都不可以使用低俗的
網絡用語。

陳紅天：倡實名發言 治網絡謠言
全國政協委員、同心俱樂部主席陳

紅天就近期網絡謠言氾濫侵害公民和
其他組織社會公益問題，建議完善網
絡謠言信息管理的相關制度和法規，
並規範引導網絡語言的使用。
陳紅天認為，內地現行的法律讓造

謠者和傳謠者承擔的違法成本太低，

必須採取更嚴厲有效的措施整治網絡
謠言。他建議，所有在網絡發表言論
者必須用實名申報，同時完善網絡謠
言信息管理的相關制度和法規，保護
當事人的隱私權。

聶震寧：對新詞既要寬容又要規範
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

聶震寧認為，對於網絡語言和其他時
代新詞，既要寬容又要規範吸收。
「我建議有關部門和媒體，要有意
識、經常性地組織開展對新詞彙的討
論，達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目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李望賢 兩會報道）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權不可任性」這一網

絡詞語的使用，再次引發了委員、代表對於該如何面對網絡語言的熱議。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文匯報社社長王樹成等近日就建議：應加強對語言學的研究，包容和吸收新生網絡詞彙，同時

對於一些低俗網絡語言應禁止媒體使用。

交通部長：的士改革將啟 高速超載入刑

前住建部長《蘭亭集序》會友
「能幫我們拍張照片嗎？」昨天上午人大會

議結束時，一位新疆代表團代表用不太流利的
普通話，請記者幫他與同為人大代表的前住建
部部長姜偉新合個照。「我們是剛剛通過詩文
結交的朋友，我們是共同看河北廳前的《蘭亭
集序》時認識的，姜代表剛剛給我講解了《蘭
亭集序》」。

照完合影要走時，姜偉新舉起右手，以他招
牌式的「敬禮」動作向記者道謝致意。在任住
建部長時，姜偉新常以這個動作加上雙手抱拳
婉拒媒體採訪。與當部長時相比，退下高位的
姜偉新面對媒體，明顯多了幾分輕鬆和笑容。
他坦言，做部長時工作艱難，壓力大。

那麼，不當部長不被媒體圍堵了，是不是會
改掉這個類似敬禮的招牌動作呢？姜偉新向記
者笑稱，他這個動作在他當部長時被媒體照下
發表後，有同學專門給他打來電話，認為這個
動作不好看，勸他不用對誰都一副「卑躬屈
膝」的樣子，但他的中學老師卻專門給他發了

一條長短信，讚揚他「做得好，無論對誰都要
謙恭」。

姜偉新就任住建部長時，正值中國樓價越調
越漲之時。談及當年媒體對自己工作的一些
「過火」的批評，姜偉新說，沒有動用過渠道
去封殺報道，因為「我尊重記者的勞動」。記
者 請 他 談 談 現 在 的 樓
市，姜偉新婉言謝絕。
他說，現在退休後，主
要就是看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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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張聰北
京報道）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昨日透
露，包含28條的出租車改革方案即將出
台。對於高速超載超限現象，他建議提高
罰款標準，並定罪入刑。元宵節過後，回
家過年的務工人員陸續返城務工，高速公
路上超限超載進入「多發期」。對此，楊
傳堂認為，發生超載的主要原因是懲罰成
本太低。他建議，工信部、公安、安檢、
交通部四部門聯合監管，提高超載罰款標
準，同時建議超載駕駛應該定罪入刑。
對於高速公路收費的問題，楊傳堂表
示，高速公路收費條例已經進行了第三輪
徵求意見，馬上要向社會公民徵求意見。

在被問及「是否一個城市一條高速公路貸
款沒有還完，全部高速公路就還繼續收費
的問題」時，楊傳堂表示，中央的安排和
過去條例的規定是一致的，就是要統貸統
還。

28條的士改革方案將出台
對於兩會期間熱議的打車軟件和專車服

務議題， 楊傳堂稱，專車發展有一定空
間，目前專車合法運營的車輛均來自汽車
租賃公司，但汽車租賃行業依舊實行數量
管控。這幾年當中，各地方政府對專車都
進行了一定管控，這管控應該是指導性
的，也是根據其發展不斷提高和調整。

儘管交通部對專車持鼓勵態度，但當前
專車服務存在私家車非法運營的問題。
「這些黑車平台主體責任不明確，乘客安
全和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大部分的
黑車還偷稅、漏稅，」為此，楊傳堂向本
報記者表示，「堅決打擊專車黑車現象。
私家車永遠不允許接入專車，這也是為了
大家的安全着想。」
在「專車」和「的士」之爭愈演愈烈之

際，楊傳堂稱，包括28條的出租車改革方
案即將出台。「指導意見將盡力協調好出
租車使用者、經營者及互聯網經營者，找
到三者的最大公約數，盡快讓我國出租車
管理走上正常軌道。」

■交通部長楊傳堂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 張聰攝

■民政部長
李 立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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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兩會報道）國稅總局局長王
軍昨日談到年初火爆的「搶紅包」話題時表示，發放互聯
網紅包的前提是要合法合規，不能暗度陳倉。他說，企業
派發給個人的中獎紅包，應按有關法規徵稅，稅款由派發
企業代扣代繳。親友之互發的娛樂性小額紅包不應徵稅，
這與現行稅法規定一致，也是於情有理的。
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此前表示，目前B2C(商戶對

個人)發紅包繳稅，春節期間商戶通過央視搖一搖發紅
包5個億，繳了1個億的稅。但是C2C(個人對個人)發
紅包因為單次限額在200元以下，在目前的規定下，
暫時不繳稅。
王軍還表示，互聯網紅包給他的啟示是，此前稅務部門紙

質有獎發票一要刮獎、二要找地方兌獎、三易損毀。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互聯網＋」，我們的管理手段也要改，怎麼推出
「互聯網+發票+有獎發票」值得研究。
針對「稅收法定」問題，王軍介紹，目前18個稅種中

有3個有法可依，未來6年內將積極配合完成剩餘稅種的
立法工作，堅決依法收稅，不收過頭稅。

國稅總局：
企業發中獎紅包須繳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本報社長王樹
成。 于永傑攝

■■媒體攝影師把握閒暇時間媒體攝影師把握閒暇時間，，與兩會與兩會
一眾美女服務員自拍留念一眾美女服務員自拍留念。。 美聯社美聯社


